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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事
的，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为民造
福作为最大政绩

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深刻认识
发展和稳定、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
的紧密联系，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凝聚人心”；在湖北武汉考察时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想办法帮助人民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确保经济发展和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少受影响”；在四川
考察时提出，“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
一件一件办好，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为广大党员干
部指明了行动方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事
的，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为民造
福作为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
上。”对党员干部而言，必须聚焦老百
姓关心、操心、烦心的事情，一件一件
解决好，一事一事谋实效。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
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早在
1934 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应
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
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他
举例道：“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
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
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
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千
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做好民生工作，就要真正把自己当作
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
事。

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谋幸福，离不
开精准精细的工作方法。我们通过精
准扶贫，拔掉穷根，打赢了脱贫攻坚
战，实现了全面小康；通过实行分区分
级精准防控，尽可能减少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做到了防疫生产两不
误；通过下“绣花功夫”，精准施
策治理下水道易堵、停车位不
足等现实难题，排解了城市街
巷的民生烦忧……助力人民群
众奔向幸福生活，得下真功夫，
做细致活，不落一件，不落一
人。

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谋幸

福，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樵夫”廖俊波见到群众经常会问最近
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需
要帮助解决的；老英雄张富清，深藏功
名，在来凤山区奉献一生。对广大党
员干部而言，人民情怀不是一句空话，
必须体现到为民服务的使命感上，体
现到一事未成、寝食难安的紧迫感上。
高度负责，勤勉尽责，才能让老百姓生
活过得好。

百姓心中有杆秤。民生工作直接
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
假，既要积极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承
诺了的就要兑现。全心全力把老百姓
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我们必能让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亓玉昆

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
恒课题。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印发

《“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锚定“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 6
个分项目标、2 大板块 12 项主要任
务。作为我国国家层面第四个防灾减

灾综合性规划，这一纲领性文件对防
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推进自然
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防灾减灾是关系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

事。“十三
五”时期，
从 自 然 灾
害 管 理 体
系 不 断 优
化，到救灾
救 助 能 力
显著提升，
再 到 科 普
宣 传 教 育
成效明显，
我 国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成功应对了
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但也要看到，
时下自然灾害易发高发，多灾种集聚
和灾害链特征日益突出，我国防灾减
灾救灾体系在统筹协调机制、抗灾设
防水平、救援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在
不足，亟待补短板强弱项。

防灾减灾，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综
合实力。从监测预警到应急救援，从
物资保障到群防群控，从灾前预防到
灾后救助，防灾减灾工作要求更好调
配和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准确理解
和执行相关知识经验、规章制度。从
这个意义上说，防灾减灾不仅需要提
升快速反应水平、应急处突能力，还要
提升规律认识、进行长远谋划。立足
新发展阶段，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协调、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自然灾害防治体
系，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才能迈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防灾减灾

救灾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推进自然灾
害防治体系现代化，让各项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防灾减灾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防治体系中各项机制必须相
互协调。健全管理机制，强化区域联
动协作、完善军地协同；健全法律法规
和预案标准体系，夯实法治基础；健全
社会力量和市场参与机制，引导各方
参与隐患排查治理、救灾捐赠、恢复重
建……《规划》提出建立健全相关工
作、协调、保障机制，有助于提升防灾
减灾科学性和规范性，确保制度优势
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好的防治体系要转化为防治能
力。《规划》安排部署了风险监测系统、
抢险救援队伍及装备研制等一系列重
点工程，成为提高防范应对能力的重
要抓手，为防灾减灾夯实人才基础、注

入科技动能、加强物资保障。大战大
考见真章。打好防灾减灾硬仗，灾害
来临前工程体系固若金汤、应急响应
及时有效，救灾救助时群众得到安置、
家园尽快恢复重建，保障物资时做好
集中生产调度、紧急采购征用，每一环
节都缺一不可。实现化险为夷、化危
为机，必须坚持立足实际、强基固本、
防治结合、综合施策，让全社会防范应
对灾害的堤坝更加坚固。

灾害发生 10 小时之内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得到有效救助，年均每百万
人口因灾死亡率控制在 1 以内，灾害
预警信息发布公众覆盖率达到 90%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自然
灾害防治的目标。瞄准目标，笃定前
行，我们定能实现自然灾害防治体系
和防治能力现代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牢牢掌握
发展主动权。

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实现高质量发展
郑岩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
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聚焦群众异地就医
的“急难愁盼”，统一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政策、精
简办理流程、扩大覆盖范围，针对性破解相关堵
点难点。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
员流动成为常态，异地就医需求凸显，医保服务
必须“与时俱进”，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如果说积
极开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是解决“从无到
有”的话；那么，改革不断深入、经验不断积累、统
筹覆盖不断扩大，则是要实现“从有到优”，更大
程度方便群众在外就医，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

明确目标任务，工作有的放矢。《通知》明确
要求，在 2025年年底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率提高到 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
机构数量实现翻一番。这是一张时间表，也是下
达的一份军令状。各地区有关部门务必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肩负职责使命，加速推进相关各项
工作。《通知》更指出，将建立就医地与参保地协
同处理问题的机制。强调积极配合，提高协同处
置效率，避免各自为政，是机制的现实约束，更是
群众的殷切期待。

精简办理流程，则是让群众“少跑腿”。在异
地就医备案环节，线上操作已得到广泛应用。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都可提供线上异地就医备
案服务。在备案时限上，异地长期居住的参保人
员只要没有申请变更，备案将长期有效，且没有
就医次数限制。考虑到意外突发情况，新政还明
确，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无需提交材
料。减少不必要流程，减轻患者和家属负担，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切实体现。
统一报销规范，参保人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一码归一码”
避免地区差异的羁绊。同时，目前全国 3529 家跨
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已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恶
性肿瘤门诊放化疗等 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大大方便了慢特病患者的治
疗。更令人瞩目的是，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
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将有效破解人员往来产生的就医报销困
扰。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努力克服困难挑战，将有关工作抓紧、抓细、抓
实，才能完成目标任务。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不断提高公共医
疗保障水平，群众也会由衷点赞。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进一步织密织牢国家医疗卫生保
障网，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也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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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小学执教体育38年，我有
一个引以为豪的纪录，那就是自制的
教具已经超过1 万件。如今，我们学校
的体育器材室满满当当，既有学校购
置的标准化设备，也有我自己“研发”
的教具。这些器材给了学生们更多的
运动选择，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发现体
育的乐趣。

1984 年，我刚来学校任教时，体
育教具比较短缺。由于经费紧张，体
育器材很难满足教学需要。无奈之
下，我开始收集材料，试着制作教具。
木头可以削成保龄球瓶，药瓶和麻绳
可以串成跳绳，旧课桌可以变成晃板
……办公室成了我的“工作坊”，一有
空余时间我就动脑动手，制作体育教
具。几年时间，自制的体育教具从无
到有、从单一变多样。除了在体育课
上，课间学生们也主动参与锻炼，体

育的种子慢慢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体育教育，重点是激发学生的兴

趣。体育教育成为我一生的追求，归
根结底是因为我对体育的浓厚兴趣。
坚持运动，可以让人保持健康的身体
状态、积极的精神状态。我希望我的
学生也能感受到运动的乐趣。能发出
响声的铃铛跳绳、16人一组才能成行
的巨型板鞋……在制作教具时，我始
终在坚持安全的前提下，考虑趣味
性，让学生们在探索和尝试中感受体
育的魅力。现在，体育真正变成了学
生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学生还
会自发帮我收集教具的制作材料。

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离不开
教育方式的创新。就像是厨师做菜，
不断推出新口味才能刺激味蕾，激发
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也要不断为他们
提供新的选择。如今，国家持续加大

教育投入，学校不再缺少标准化体育
器材。但我还是坚持自制教具，因为这
样可以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更
多的选择，也让更多学生开始尝试不
同的体育运动。

近些年来，我国体育事业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
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保障学生在
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
炼”“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等也被
写进了新修订的体育法。不管是自制
体育教具，还是创新体育教学方式，体
育教育必须致力于帮助学生发现体育
的乐趣，只有这样，才能持续营造运动
氛围，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最终助
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作者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白
汉场中心学校体育教师，本报记者杨
文明采访整理）

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毕首金


